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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棻椀棸椃例变应性鼻炎患者
吸入性变应原特征分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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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椲摘要椵暋目的椇分析武汉地区变应性鼻炎棬斄斠棭患者常见吸入性变应原的分布特征暎方法椇采用敏筛变应原

检测系统及其配套变应原诊断试剂检测棻椆椄棾例临床拟诊 斄斠患者的血清特异性斏旂斉棬旙旙斏旂斉棭棳分析年龄暍性别暍
就诊季节对 斄斠患者旙旙斏旂斉分布的影响暎结果椇在棻椆椄棾名受试者中棳共棻椀棸椃例棬椃椂灡棸棩棭确诊为 斄斠暎最常见的

吸入性变应原为户尘螨棬椂棽灡棸棩棭棳混合真菌棬棾棽灡棻棩棭和屋尘棬棽椃灡棾棩棭暎常见吸入性变应原组合依次为单一变应

原棬棿棾灡椄棩棭棳双重变应原棬棽椄灡棻棩棭和三重变应原棬棻椀灡棿棩棭暎男性桑树暍混合草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女性暎未成年组

棬棻暙棻椃岁棭单一变应原比例棬棾椀灡棽棩棭低于成年组棬曒棻椄岁棭棬棿椂灡椃棩棭棳多重变应原比例高于成年组椈未成年组屋

尘暍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阳性率高于成年组棳桑树暍蟑螂暍混合草阳性率低于成年组暎老年组棬椂棸暙椄椄岁棭屋尘暍混
合真菌阳性率较高暎户尘螨夏秋季节阳性率高于冬春季节椈混合草秋季阳性率高于其他季节椈混合树暍桑树春季

阳性率高于夏秋季节暎结论椇武汉地区主要的吸入性变应原为户尘螨暍混合真菌和屋尘棳不同性别暍年龄和季节具

有不同的分布特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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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暋旘旇旈旑旈旚旈旙棳斸旍旍斿旘旂旈斻椈斸斿旘旓斸旍旍斿旘旂斿旑旙椈旙斿旘旛旐旙旔斿斻旈旀旈斻斏旂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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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棳变应性鼻炎棬斸旍旍斿旘旂旈斻旘旇旈旑旈旚旈旙棳斄斠棭全
球发病率日益增高棳造成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

担暡棻暢暎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棻椄个主要城市

的 斄斠自报患病率为棻椃灡椂棩暡棽暢暎根据中华医学

会耳鼻 咽 喉 头 颈 外 科 学 分 会 鼻 科 学 组 制 定 的

暟斄斠诊断和治疗指南棬棽棸棻椀年棳天津棭暠暡棾暢棳识别

并回避变应原是 斄斠 管理的第一步暎接触吸入

性变应原是 斄斠的主要诱因棳而食物变应原很少

引起孤立的鼻过敏症状暡棿暢暎由于地理暍气候和经

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棳诱发 斄斠的变应原在不同地

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暎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武汉地区近棾年来 斄斠 患者吸入性变应原血清

特异性斏旂斉棬旙斿旘旛旐旙旔斿斻旈旀旈斻斏旂斉棳旙旙斏旂斉棭抗体检 测

的结果棳了解本地区常见吸入性变应原的分布特

征棳为本地区 斄斠的诊断暍预防和特异性免疫治

疗提供理论依据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临床资料

选取棽棸棻椂灢棸椄棴棽棸棻椄灢棸椀就诊于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棳具有不同程度的鼻

塞暍鼻痒暍打喷嚏暍流涕等症状棳符合暟斄斠诊断和治

疗指南棬棽棸棻椀年棳天津棭暠暡棾暢临床诊断标准棳并进行吸

入性变应原旙旙斏旂斉检测的患者共棻椆椄棾例暎排除患

有寄生虫感染及其他系统严重疾病的患者暎年龄

分布在棻暙椄椄岁棬以周岁计棭暎按照年龄棳将患者分

为未成年组棬椉棻椄岁棭和成年组棬曒棻椄岁棭棳以及棻暙
棻椃岁棳棻椄暙棾椆岁棳棿棸暙椀椆岁棳椂棸暙椄椄岁共棿个年龄

组棳各组年龄符合正态分布暎根据患者就诊的月

份棳分为春季棬棾暙椀月棭暍夏季棬椂暙椄月棭暍秋季棬椆暙
棻棻月棭和冬季棬棻棽暙棽月棭暎
棻灡棽暋材料与试剂

常规采集受试者静脉血棾旐旍棳分离血清棳棿曟
备用暎所有受试者均采用德国 斖斿斾旈旝旈旙旙公司敏

筛变应原检测系统棬斄旍旍斿旘旂旟斢斻旘斿斿旑棭及其变应原

诊断试剂棳以特定的变应原条带显色棳通过计算

机计算显色条带的面积并与内标准曲线对比进

行分级暎检测的 吸入性变 应原包 括户 尘 螨暍屋

尘暍桑树暍猫毛皮 屑暍狗毛皮 屑暍蟑螂暍混合真 菌

棬点青棷分支棷烟曲棷黑曲棷交链棭暍混合草棬矮豚草棷
蒿棷葎草棷藜棭暍混合树棬柏棷榆棷柳棷桦棷枫棷胡桃棷梧

桐棷杨树棭暎
棻灡棾暋结果判定

根据暟斄斠诊断和治疗指南棬棽棸棻椀年棳天津棭暠诊
断标准棳旙旙斏旂斉的临界值为棸灡棾椀旊斦棷斕棳大于或等于

该值记为阳性暎测定结果由低到高分为椃个等级棳
棸级椇椉棸灡棾椀旊斦棷斕椈棻级椇棸灡棾椀暙棸灡椂椆旊斦棷斕椈棽级椇
棸灡椃暙棾灡棿旊斦棷斕椈棾 级椇棾灡椀暙棻椃灡棿旊斦棷斕椈棿 级椇
棻椃灡椀暙棿椆灡椆旊斦棷斕椈椀级椇椀棸暙棻棸棸旊斦棷斕椈椂级椇椌
棻棸棸旊斦棷斕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方法

应用斢斝斢斢棽棽灡棸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暎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数棳组间比较采用氈棽 检验棳 椉
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变应原总体分布情况

棻椆椄棾例受试患者中棳男棻棽棻棽例棬椂棻灡棻棩棭棳女
椃椃棻例棬棾椄灡椆棩棭棳男性多于女性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其中

旙旙斏旂斉结果为棻级及以上者共棻椀棸椃例棬椃椂灡棸棩棭棳
男椆棽棽例棬椂棻灡棽棩棭棳女椀椄椀例棬棾椄灡椄棩棭椈男女患者

旙旙斏旂斉结果的阳性率分别为椃椂灡棻棩棬椆棽棽棷棻棽棻棽棭和
椃椀灡椆棩棬椀椄椀棷椃椃棻棭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暎

在椆组吸入性变应原中棳斄斠患者阳性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椇户尘螨棬椂棽灡棸棩棭棳混合真菌棬棾棽灡棻棩棭棳
屋尘棬棽椃灡棾棩棭棳混合树棬棽棽灡棻棩棭棳桑树棬棻椃灡棿棩棭棳蟑
螂棬棻椀灡棾棩棭棳狗毛皮屑棬棻棾灡椃棩棭棳混合草棬棻棾灡椂棩棭棳
猫毛皮屑棬棻棻灡椂棩棭暎
棽灡棽暋变应原组合分布

变应原组合从单一变应原阳性至八重变应原

阳性均有所分布棳其分布情况由高到低依次为椇单
一变应原阳性棿棾灡椄棩棬椂椂棸棷棻椀棸椃棭棳双重变应原组

合棽椄灡棻棩棬棿棽棾棷棻椀棸椃棭棳三重变应原组合 棻椀灡棿棩
棬棽棾棽棷棻椀棸椃棭棳四重以上变应原组合棻棽灡椃棩棬棻椆棽棷
棻椀棸椃棭暎
棽灡棽灡棻暋单一性变应原分布暋单一性变应原阳性率

最高 的 三 种 吸 入 性 变 应 原 依 次 为椇户 尘 螨

棬椀棻灡椃棩棭棳混合真菌棬棽棸灡椄棩棭棳混合树棬椃灡椀棩棭暎其

中户尘 螨 的 阳 性 率 明 显 高 于 其 他 变 应 原 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
棽灡棽灡棽暋双重变应原分布暋双重变应原可能组合数

为棾椂种棳统计结果显示实际存在棾棽种暎最常见的

双重 变 应 原 组 合 依 次 为椇户 尘 螨 棲 混 合 真 菌

棬棽棻灡棸棩棭棳户尘螨棲屋尘棬棻椃灡棿棩棭棳户尘螨棲蟑螂

棬椃灡椄棩棭棳户尘螨棲桑树棬椀灡棿棩棭棳混合真菌棲混合

树粉棬椀灡棽棩棭暎
棽灡棽灡棾暋三重变应原分布暋三重变应原可能组合数

为椄棿种棳统计结果显示实际存在椀棸种暎最常见的

三重变应原组合依次为椇户尘螨棲屋尘棲混合真菌

棬棻椀灡椂棩棭棳户尘螨棲屋尘棲狗毛皮屑棬椃灡棽棩棭棳户尘

螨棲屋尘棲猫毛皮屑棬椂灡棾棩棭棳桑树棲混合草棲混

合树棬椀灡椄棩棭棳户尘螨棲屋尘棲蟑螂棬棿灡椆棩棭棳户尘

螨棲猫毛皮屑棲混合真菌棬棿灡椆棩棭暎
棽灡棾暋性别和年龄对变应原分布的影响

棽灡棾灡棻暋性别对变应原分布的影响暋男女 斄斠患者

最常见的吸入性变应原均为户尘螨暍混合真菌和屋

尘棳组间比较结果显示男性桑树暍混合草的阳性率

高于女性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见表棻暎
未成年组男性混合树阳性率低于女性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椈成年组男性屋尘阳性率低

暏椄椂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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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棳桑树暍蟑螂暍混合草阳性率高于女性棳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见表棽暎
棽灡棾灡棽暋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变应原分布的比较暋未

成年组屋尘暍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阳性率高于成年

组棳而桑树暍蟑螂暍混合草阳性率低于成年组棳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未成年组男性与成年组男性相比棳屋尘暍猫毛

皮屑暍狗毛皮屑阳性率更高棳桑树暍蟑螂暍混合草阳

性率较低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椈未成年组

女性与成年组女性相比棳屋尘暍狗毛皮屑暍混合树阳

性率更高棳蟑螂暍混合草阳性率较低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见表棽暎
棽灡棾灡棾暋年龄组对单一变应原分布的影响暋将受试

者按年龄分为棻暙棻椃岁组暍棻椄暙棾椆岁组暍棿棸暙椀椆岁

组和椂棸暙椄椄岁组棳统计单一变应原分布的情况暎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患者不同变应原阳性

率具有明显的组间差异暎见表棾暎
棽灡棾灡棿暋年龄组对变应原组合的影响暋统计未成年

组和成年组中单一变应原暍两重变应原暍三重变应

原暍四重及以上变应原所占的比例棳发现未成年组

单一变应原比例棬棾椀灡棽棩棭低于成年组棬棿椂灡椃棩棭棳而
未成 年 组 两 重 变 应 原 棬棾棸灡棸棩棭暍三 重 变 应 原

棬棽棽灡棸棩棭暍四重及以上变应原比例棬棻棽灡椆棩棭均高于

成年组棬棽椃灡棿棩棳棻棾灡椃棩棳棻棽灡椃棩棭暎见图棻暎
棽灡棿暋季节对变应原阳性率的影响

对各吸入性变应原进行比较棳户尘螨在夏秋季

节阳性率高于冬春季节棳桑树春季阳性率高于夏秋

季节棳混合草秋季阳性率高于其他季节棳混合树春

季阳性率高于夏秋季节棳结果均有统计学差异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见表棿暎
棾暋讨论

斄斠斏斄推荐的 斄斠防治措施包括椇避免接触变

应原棳药物治疗棳免疫治疗及患者教育暎杨钦泰提

出 斄斠的治疗有暟脱离暍脱敏暍脱症暠三部曲棳其中远

离变应原是 斄斠防治的第一步暡椀暢暎环境因素对 斄斠
的影响包 括变应原 接触暍空 气 污 染 和 气 候 变 化

等暡椂暢暎随着经济发展暍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空气污染

的加重棳本地的变应原谱也在发生变化棳明确流行

的变应原种类对于本地区 斄斠患者的疾病预防暍治
疗方案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暎目前对于武汉地区变

应原分布的报道均为棽棸棻棾年以前的数据棳缺乏近椀
年的变应原谱分析棳本文回顾了近棾年来武汉地区

斄斠患者变应原分布特征暎
旙旙斏旂斉检测是一种临床常用的变应原体外检测

方法棳适用于任何年龄的患者棳不受皮肤条件和用

药情况的影响棳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棳且没有诱发

表棻暋性别对变应原分布的影响 例棬棩棭
变应原 男性棬椊椆棽棽棭 女性棬椊椀椄椀棭 氈棽

户尘螨 椀椂棾棬椂棻棶棻棭 棾椃棻棬椂棾棶棿棭 棸棶椄棿棾 椌棸棶棸椀
屋尘 棽棾椄棬棽椀棶椄棭 棻椃棿棬棽椆棶椃棭 棽棶椃椄棾 椌棸棶棸椀
桑树 棻椃椄棬棻椆棶棾棭 椄棿棬棻棿棶棿棭 椂棶棸椆椄 椉棸棶棸椀
猫毛皮屑 棻棸棻棬棻棻棶棸棭 椃棿棬棻棽棶椂棭 棻棶棸棸棽 椌棸棶棸椀
狗毛皮屑 棻棽椆棬棻棿棶棸棭 椃椄棬棻棾棶棾棭 棸棶棻棾棻 椌棸棶棸椀
蟑螂 棻椀棿棬棻椂棶椃棭 椃椂棬棻棾棶棸棭 棾棶椄棻棽 椌棸棶棸椀
混合真菌 棽椄椆棬棾棻棶棾棭 棻椆椀棬棾棾棶棾棭 棸棶椂棿椆 椌棸棶棸椀
混合草 棻棿棽棬棻椀棶棿棭 椂棾棬棻棸棶椄棭 椂棶椀棾棿 椉棸棶棸椀
混合树 棽棸椃棬棽棽棶椀棭 棻棽椂棬棽棻棶椀棭 棸棶椂棿椆 椌棸棶棸椀

表棽暋未成年组和成年组中不同性别受试者变应原分布的比较 例棬棩棭

变应原

未成年组棬椉棻椄岁棭
总例数

棬椊棿棸椃棭
男性

棬椊棽椃椀棭
女性

棬椊棻棾棽棭

成年组棬曒棻椄岁棭
总例数

棬椊棻棻棸棸棭
男性

棬椊椂棿椃棭
女性

棬椊棿椀棾棭
户尘螨 棽棿椄棬椂棸棶椆棭 棻椃棻棬椂棽棶棽棭 椃椃棬椀椄棶棾棭 椂椄椂棬椂棽棶棿棭 棾椆棽棬椂棸棶椂棭 棽椆棿棬椂棿棶椆棭
屋尘 棻椀棻棬棾椃棶棻棭 椆椆棬棾椂棶棸棭 椀棽棬棾椆棶棿棭 棽椂棻棬棽棾棶椃棭棾棭 棻棾椆棬棽棻棶椀棭棻棭 棻棽棽棬棽椂棶椆棭棽棭棿棭

桑树 椀棿棬棻棾棶棾棭 棾棿棬棻棽棶棿棭 棽棸棬棻椀棶棽棭 棽棸椄棬棻椄棶椆棭棾棭 棻棿棿棬棽棽棶棾棭棻棭 椂棿棬棻棿棶棻棭棽棭

猫毛皮屑 椂棿棬棻椀棶椃棭 棿椀棬棻椂棶棿棭 棻椆棬棻棿棶棿棭 棻棻棻棬棻棸棶棻棭棾棭 椀椂棬椄棶椃棭棻棭 椀椀棬棻棽棶棻棭
狗毛皮屑 椆椆棬棽棿棶棾棭 椂椀棬棽棾棶椂棭 棾棿棬棽椀棶椄棭 棻棸椄棬椆棶椄棭棾棭 椂棿棬椆棶椆棭棻棭 棿棿棬椆棶椃棭棿棭

蟑螂 棾棽棬椃棶椆棭 棽棻棬椃棶椂棭 棻棻棬椄棶棾棭 棻椆椄棬棻椄棶棸棭棾棭 棻棾棾棬棽棸棶椂棭棻棭 椂椀棬棻棿棶棾棭棽棭棿棭

混合真菌 棻棾椃棬棾棾棶椃棭 椄椆棬棾棽棶棿棭 棿椄棬棾椂棶棿棭 棾棿椃棬棾棻棶椀棭 棽棸棸棬棾棸棶椆棭 棻棿椃棬棾棽棶椀棭
混合草 棾棸棬椃棶棿棭 棽椀棬椆棶棻棭 椀棬棾棶椄棭 棻椃椀棬棻椀棶椆棭棾棭 棻棻椃棬棻椄棶棻棭棻棭 椀椄棬棻棽棶椄棭棽棭棿棭

混合树 椆椃棬棽棾棶椄棭 椀椂棬棽棸棶棿棭 棿棻棬棾棻棶棻棭棻棭 棽棾椂棬棽棻棶椀棭 棻椀棻棬棽棾棶棾棭 椄椀棬棻椄棶椄棭棿棭

暋暋与未成年组男性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成年组男性比较棳棽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未成年组比较棳棾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未成年组女性比较棳
棿棭 椉棸灡棸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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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暋年龄对变应原分布的影响 例棬棩棭
变应原

棻暙棻椃岁组

棬椊棿棸椃棭
棻椄暙棾椆岁组

棬椊椂棽椄棭
棿棸暙椀椆岁组

棬椊棾椀椃棭
椂棸暙椄椄岁组

棬椊棻棻椀棭 氈棽

户尘螨 棽棿椄棬椂棸棶椆棭棿棭 棿棻椃棬椂椂棶棿棭棿棭 棽棻椀棬椂棸棶棽棭棿棭 椀棿棬椀棸棶棸棭 棻椂棶椄椄棸 椉棸棶棸棻
屋尘 棻椀棻棬棾椃棶棻棭 棻椂椄棬棽椂棶椄棭棻棭 椃棿棬棽棸棶椃棭棻棭棽棭 棻椆棬棻椂棶椀棭棻棭棽棭棾棭 棾棿棶棽椂棻 椉棸棶棸棻
桑树 椀棿棬棻棾棶棾棭 棻棻棸棬棻椃棶椀棭 椃棽棬棽棸棶棽棭棻棭 棽椂棬棽棽棶椂棭棻棭 椄棶椆棽棻 椉棸棶棸椀
猫毛皮屑 椂棿棬棻椀棶椃棭 椂棽棬椆棶椆棭棻棭 棾椄棬棻棸棶椂棭棻棭 棻棻棬椆棶椂棭 椆棶棾椀棿 椉棸棶棸椀
狗毛皮屑 椆椆棬棽棿棶棾棭 椂棿棬棻棸棶棽棭棻棭 棾棿棬椆棶椀棭棻棭 棻棸棬椄棶椃棭棻棭 椀棽棶椆椄棸 椉棸棶棸棻
蟑螂 棾棽棬椃棶椆棭 棻棻棽棬棻椃棶椄棭棻棭 椂棿棬棻椃棶椆棭棻棭 棽棽棬棻椆棶棻棭棻棭 棽棾棶椃棾椂 椉棸棶棸棻
混合真菌 棻棾椃棬棾棾棶椃棭棿棭 棻椄椀棬棽椆棶椀棭棿棭 棻棸椄棬棾棸棶棾棭棿棭 椀棿棬棿椃棶棸棭 棻棿棶椂椂椂 椉棸棶棸棻
混合草 棾棸棬椃棶棿棭 椆棾棬棻棿棶椄棭棻棭 椂棿棬棻椃棶椆棭棻棭 棻椄棬棻椀棶椂棭棻棭 棽棸棶棾棻椃 椉棸棶棸棻
混合树 椆椃棬棽棾棶椄棭 棻棽棽棬棻椆棶棿棭棻棭 椄棿棬棽棾棶椀棭 棾棸棬棽椂棶棻棭棽棭 棿棶椄棸棾 椌棸棶棸椀

暋暋与棻暙棻椃岁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棻椄暙棾椆岁组比较棳棽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棿棸暙椀椆岁组比较棳棾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椂棸暙椄椄岁组比较棳
棿棭 椉棸灡棸椀暎

表棿暋季节对变应原阳性率的影响 例棬棩棭
变应原

春季

棬椊棿棻棾棭
夏季

棬椊棾棾椀棭
秋季

棬椊棿椄椄棭
冬季

棬椊棽椃棻棭 氈棽

户尘螨 棽棿棾棬椀椄棶椄棭棽棭 棽棽椆棬椂椄棶棿棭棿棭 棾棸棾棬椂棽棶棻棭棿棭 棻椀椆棬椀椄棶椃棭 椄棶椃椃椀 椉棸棶棸椀
屋尘 棻棻棿棬棽椃棶椂棭 椆棻棬棽椃棶棽棭 棻棾棿棬棽椃棶椀棭 椃棾棬棽椂棶椆棭 棸棶棿椂椀 椌棸棶棸椀
桑树 椆棽棬棽棽棶棾棭 棿椄棬棻棿棶棾棭棻棭 椃椂棬棻椀棶椂棭棻棭 棿椂棬棻椃棶棸棭 棻棸棶棽棸棿 椉棸棶棸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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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 椀椄棬棻棿棶棸棭 棿棻棬棻棽棶棽棭 椄棿棬棻椃棶棽棭 棿椃棬棻椃棶棾棭 椀棶棽椄椂 椌棸棶棸椀
混合真菌 棻棾椃棬棾棾棶棽棭 棻棻椆棬棾椀棶椀棭 棻棿椄棬棾棸棶棾棭 椄棸棬棽椆棶椀棭 棾棶椀棿椃 椌棸棶棸椀
混合草 椀棸棬棻棽棶棻棭棾棭 棾椄棬棻棻棶棾棭棾棭 椄棿棬棻椃棶棽棭 棾棾棬棻棽棶棽棭 椄棶棻棽棾 椉棸棶棸椀
混合树 棻棸椆棬棽椂棶棿棭棽棭 椀椃棬棻椃棶棸棭棿棭 棻棸棻棬棽棸棶椃棭棻棭 椂椂棬棽棿棶棿棭 棻棸棶椄棻棻 椉棸棶棸椀

暋暋与春季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夏季比较棳棽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秋季比较棳棾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冬季比较棳棿棭 椉棸灡棸椀暎

图棻暋年龄与变应原组合数量的关系

过敏反应的风险暡棽暢暎本研究中棳我们对武汉地区近

棾年来棻椆椄棾例具有鼻塞暍鼻痒暍打喷嚏暍流涕等临

床症状的患者进行吸入性变应原旙旙斏旂斉检测棳结果

显示棳斄斠 检出率为椃椂灡棸棩棳男女检出率无统计学

差异暎武汉地区最常见的吸入性变应原为户尘螨棳
其次为混合真菌暍屋尘暍春季花粉棬混合树暍桑树棭暎
与棻棸年前武汉地区 斄斠 变应原分布相比暡椃暢棳户尘

螨的阳性率有下降趋势棳而混合真菌暍春季花粉暍动
物皮屑的阳性率有升高趋势暎

吸入性过敏原包括室外和室内过敏原暎室外

过敏原主要包括花粉和真菌棳与季节性棷间歇性 斄斠
的发展呈正相关椈而室内过敏原棬通常包括螨虫棳动
物皮屑棳蟑螂和真菌棭是常年性棷持续性 斄斠的主要

原因暎本研究中棳男性桑树暍混合草检测的阳性率

高于女性椈未成年组屋尘暍猫毛皮屑和狗毛皮屑等

室内过敏原阳性率高于成年组棳而桑树暍混合草等

室外过敏原阳性率低于成年组棳这可能与男性暍成
年组室外活动较多有关暎

武汉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棳雨量充

沛棳四季分明暎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为尘螨暍真菌

及蟑螂的流行提供了有利环境暎尘螨为我国甚至

世界范围的主要变应原棳主要分为粉尘螨和户尘螨

两种类型棳其致敏成分主要为尘螨的排泄物及螨尸

分解产物棳主要存在于床具暍窗帘暍布艺沙发及空

调暍粮尘等处暎由于近年来人们对于空气污染的关

注增加棳使用空气净化器及除螨的意识升高棳可能

是尘螨阳性率出现下降的原因暡椄暢暎本研究发现棳相
对于干燥寒冷的冬春季节棳夏秋季节就诊的受试者

尘螨阳性率较高棳分析原因可能是这棽个季节尘螨

活跃棳导致对其过敏的患者前来就诊棳从而出现阳

性率较高的结果暎

暏棸椃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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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的混合真菌包括点青霉暍分支孢子

菌暍烟曲霉暍黑曲霉和交链孢霉棳其中点青霉暍烟曲

霉和黑曲霉为主要的室内真菌棳点青霉和分枝孢子

菌属为主要的室外真菌棳其季节分布不一棳全年均

可流行暎本研究发现棳椂棸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棳真菌

和粉尘螨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棾个年龄组棳这可

能与老年人居住的房屋及室内家居环境相对陈旧

潮湿棳以及行动不便棳室内活动较多有关暎这也提

示保持室内通风干燥棳经常更换床具暍清洁空调滤

网棳使用除湿器及空气净化器等措施控制尘螨和真

菌生长的必要性暡椆暢暎
陈建军等暡椃暢棽棸棸椄年报告武汉地区 斄斠 患者动

物皮屑旙旙斏旂斉阳性率为椀灡椃棾棩椈本研究棻椀棸椃例患

者中狗毛皮屑阳性率为棻棾灡椃棩棳猫毛皮屑阳性率为

棻棻灡椂棩暎二者比较可以发现近棻棸年来武汉地区动

物皮屑的过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棳这可能与饲养宠

物的家庭不断增多有关暎然而棳黄晨等暡棻棸暢研究发

现椇早期饲养宠物是儿童哮喘和 斄斠 的危险因素棳
饲养有毛宠物的家庭中儿童哮喘和 斄斠 的患病率

更高暎因此饲养有毛宠物应该慎重棳如果家庭成员

中有 斄斠患者或者哮喘患者棳应该避免饲养暎
花粉作为最主要的室外变应原棳是世界范围内

常见的变应原之一暎花粉过敏倾向于多重致敏棳花
粉症流行具有明显的季节特点暡棻棻暢暎本研究中棳混
合草在秋季受试者中的阳性率高于春夏两季棳而混

合树及桑树主要分布于春季暎这与既往文献报道

一致暡棻棽暢暎从避免接触过敏原的角度来看棳对于花

粉症患者棳应该在其过敏花粉旺盛的季节尽量避免

户外活动或者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暎
本研究还对变应原组合数量进行了分析棳发现

未成年组和成年组中单一变应原比例均最高棳但未

成年人中多重变应原比例高于成年组棳其机制尚不

明确棳可能与儿童的免疫特点有关暎张珂等暡棻棾暢报
道变应原阳性数量与患者主观症状及生活质量显

著相关棳多种变应原可能使患者出现多个系统的症

状棳从而造成患者主观症状加重及生活质量下降暎
特异性免疫治疗棬旙旔斿斻旈旀旈斻旈旐旐旛旑旓旚旇斿旘斸旔旟棳斢斏斣棭是
唯一可能通过免疫调节机制从而改变疾病自然进

程棳并且在疗程结束后仍能够维持疗效的方法暎
斢斏斣需根据患者的变应原筛查情况棳获得高质量的

变应原提取物进行治疗暎未成年组和成年组单一

变应原阳性率最高者均为户尘螨棳其最常见的两

种暍三种变应原多为户尘螨与其他变应原的组合棳
未成年及成年患者棻暙棾种变应原组合比例分别为

椄椃灡棻棩和椄椃灡棾棩暎根据棽棸棻椃年中国 斄斠免疫治疗

英文指南建议暡棻棿暢棳目前国内免疫治疗应用于仅对

单一常见过敏原如尘螨敏感棳或与不超过棻暙棽种

其他过敏原组合的患者使用暎因此本研究结果显

示免疫治疗在武汉地区 斄斠患者中应该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暎此外棳鉴于混合真菌等在 斄斠吸入变

应原中也占有较大的比例棳开发出相应的免疫治疗

制剂也将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暎
总之棳本研究通过大样本的分析棳明确了近棾

年来武汉地区 斄斠患者变应原的分布特点棳有助于

本地区 斄斠患者的预防暍诊断和治疗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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